
重楼，即七叶一枝花，是延龄草科Trilliaceae中

重楼属Paris植物的统称，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其根

茎有着悠久的药用历史[1]。根据李恒的分类系统，

重楼在全世界共有 24种[1]，分布于欧亚大陆的热带

及温带地区，我国种类最多，达 19种，南北都有，尤

以西南各省区种类和资源最多[2-3]。四川省的重楼

属植物种类多，《中国植物志》记载有 7种 6变种[4]，

《四川植物志》记载有11种9变种1变型[5]，李恒认为

有12种8变种1变型[1]，钟延瑜认为有12种9变种1

变型[6]，李强等认为有 13种 9变种 1变型[7]。四川重

楼种类较多，分布较广，在成都、雅安、乐山、峨眉

山、宜宾、泸州、眉山、甘孜、阿坝、凉山均有分布[7]。

凉山地区安宁河流域及海拔 2 000~2 500 m的二半

山区土地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气候冷凉，适宜于重

楼栽培。重楼药用价值高，每年市场需求量达

2 000 t[8]，原料供不应求，经济价值高，栽培重楼可为

凉山地区二半山区农民带来较高经济收益，是当地

农民的长期致富路。本文根据凉山地区气候和土

壤等条件研究重楼在该地区的栽培技术，为凉山地

区农民栽培重楼提供参考。

1 植物学特征

重楼株高30~80 cm。根茎呈结节状扁圆柱形，

多较平直，少数弯曲，表面棕黄色，较平滑；有稀疏

环节；茎痕呈不规则半圆形或扁圆形，表面稍突起，

茎环纹一面结节明显，另一面疏生须根或疣状须根

痕，质坚，不易折断，断面粉质。茎单一、直立。叶

6~10片轮生（多为七叶），叶柄长，叶片厚纸质，披针

形或倒卵形。花梗从茎顶抽出，顶生 l花；两性花，

萼片披针形或长卵形，绿色；花瓣片线披针形，黄

色；花丝比花药短。

2 重楼的特性

重楼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凉肝定惊的作

用，常用于治疗疔肿痈肿、咽喉疼痛、毒蛇咬伤、跌

打伤痛、惊风抽搐等[1]。据现代医学研究，重楼的化

学成分主要有多种甾体皂甙，甾体皂甙具有止血、

祛痰、抑菌、镇痛和抗细胞毒作用。经多种临床实

验，可用于治疗胃癌、神经性皮炎、外科炎症、慢性

支气管炎等。重楼根茎已成为多种中成药和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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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料药，如云南白药系列、宫血宁、铂类抗癌

药等[8]。

3 栽培技术

3.1生态环境要求

凉山地区重楼可在海拔 1 600~2 500 m生态区

栽培，最适宜生长的海拔高度为2 000 m左右，年均

气温为 15℃左右；最适宜的土壤为沙土，且土壤要

求疏松、不板结、保水性和透水性强；最适环境是大

气中空气湿度为50%~70%。

3.2 选地与整地

3.2.1 选地

重楼生长速度较慢，栽种后一般需要 4～5 a方

可采收作为药用原料，另外，重楼的经济价值也很

高，因此，为了管理方便，保障栽培的重楼存活、生

长快、不被盗和有较好的经济收益，选地时尽量选

用农户房前屋后的土地，房前屋后不仅便于管理，

而且通常土壤肥沃，有机质含量丰富，利于重楼生

长。另外，栽培重楼时为了确保重楼良好生长、减

少整改土地时的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最好选择有

机质或腐殖质含量较高的疏松沙土为宜。

安宁河流域是凉山地区低海拔生态区，海拔高

度为1 600~2 000 m，该生态区域的土壤主要为黏性

土，透水性不强，较适宜于水稻等需水作物的生长，

不太适应于重楼药用植物的生长。因此，在安宁河

流域栽培重楼时，需要先将土地进行松土和平整、

再用粗河沙按比例混和土壤（667 m2 粗沙用量为

20~30 m3），沙与土的比例约为4:1。

凉山海拔高度为2 000~2 500 m的二半生态区，

土壤为沙壤土，土壤质地疏松、保水性、透水性比较

强，是适宜重楼生长的土壤。选择水源方便、排灌方

便、太阳直晒较弱的背阴地作为重楼栽培用地。

3.2.2 整地

选择重楼栽培地块后，将地块表面耙平整。开厢

时，当地块为坡地，开沟成120 cm宽的厢面，每厢之

间的沟深20~30 cm，沟宽约30 cm，便于田间浇水和

除草等田间管理。当地块平坦时，每厢之间应开沟形

成坡面沟，即沟的一端较深另一端较浅，利用排水。

每667 m2地施土杂肥或森林腐殖土3 000~5 000 kg，

在厢面上均匀遍撒土杂肥或腐殖土后用浅锄锄2~3

遍，使耕作层肥土均匀，整平整细待栽种。

3.3重楼苗栽种

3.3.1重楼苗移栽

当年4—5月，采挖野生重楼苗或用人工培育重

楼种苗进行栽种，栽种时，行距 10~15 cm，株距 10~

15 cm，每667 m2地栽种重楼株数约2万苗。栽培用

的重楼种苗在采挖时根系受到较大程度的损伤，例

如主根或须根断裂，根毛受损等，因此栽培重楼植

株时应浇足定根水，促使根系迅速恢复吸水吸肥能

力，保障当天所栽种的植株存活。另外，当天栽种

的重楼植株叶片因细胞失水易萎蔫，特别是凉山地

区太阳直晒强，移栽后植株受到太阳直晒后很难恢

复生长，因此在移栽时应用40%~45%遮阳率的遮阳

网遮阳。为了减少太阳直晒对移栽重楼苗的影响，

还可在每天的早晨或傍晚时间段进行。

3.3.2间苗补苗

在重楼移栽后次年 4—5 月的中下旬，查看田

间，用木撬或小铁铲检查有无植株（地下块茎）死亡

现象，及时查漏补缺，保证全苗和足够的密度，增加

经济收益。

3.3.3中耕除草

重楼栽至田间后，土壤内的杂草种子萌发或其

它田块的杂草种子在风力的作用下进入重楼地块，

影响重楼的生长，因此每年要根据田间杂草的多少

人工除草2~3次。除草时，尽量用手工拔草，少用铁

锄锄草，因为重楼地下根的生长和分枝，相互交织

在一起，如果用铁锄锄草会伤根，影响重楼根系对

土壤中养分的吸收。也不能使用除草剂除草，除草

剂会伤害重楼地上苗和地下块茎，也会因除草剂残

留等影响重楼的药效和品质。

3.3.4施肥管理

重楼每年4—5月出苗，6—8月是地上部分和地

下部分生长最快的时候，因此3—4月，地温上升根系

开始生长时，需要施肥，每667 m2用牛羊厩粪或土杂

肥 2 000~3 000 kg，遍撒于栽有重楼的厢面，待雨水

浸润后供营养物质至重楼根系，满足其生长的需求。

3.3.5遮阳管理

凉山二半山区和安宁河流域生态区 5—9月气

温较高，太阳直晒强，重楼叶片和花器官易被太阳

晒干，导致植株干枯而死亡。因此做好田间遮阳管

理工作尤其重要。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作好遮阳管

理：一是移栽重楼苗时，先用遮阳率为 40%~45%的

遮阳网做好遮阳设施后再移栽重楼苗；二是当年11

月开始，重楼苗基本消苗后和次年 4月重楼苗还未

出苗时，拆除遮阳网，让太阳直晒重楼地表，增加土

壤地温，促使重楼根系发达，提高重楼根系对土壤

中养分的吸收，有利于次年重楼出苗时幼苗生长健

壮；三是重楼出苗时再搭建好遮阳网，搭建遮阳网

时四周需要厰开，利于通风透气和开花期昆虫对重

楼的传粉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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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水分管理

凉山地区每年 11—12月不再有降雨或降雨量

很少，第二年5—6月开始有降雨，干旱时间较长，可

达半年，而且该地区 1—5月气温高，土壤表面水分

蒸发速度快，因此保持土壤中的水分是非常重要

的，在该地区干旱少雨的季节，应每隔一周浇水一

次，浇水时应注意浇足土壤水分，保障重楼根系有

水分吸收。另外，每年6—8月，凉山地区雨水多，有

时为暴雨，在平地内应及时排水、防涝，否则重楼地

下块茎因为土壤积水过多而腐烂，导致缺苗，影响

经济收益。

3.3.7种子采收管理

重楼一般在6月开始开花，7月基本完成授粉受

精过程，种子采收时间为 9—10月。重楼果实属浆

果，种子生长发育到一定阶段，浆果开裂，开裂后浆

果内的种子逐渐膨大，种子假种皮逐渐增厚，浆果

的重量增加。随着重楼种子的不断发育，重楼种子

重量增加，重楼植株很难支撑浆果，使植株弯曲，浆

果接触地面，因土壤含水量大和细菌等微生物对种

子的影响，造成重楼种子腐烂。因此，当重楼浆果

膨大期间，应在重楼田间反复查看，发现植株弯曲，

浆果着地后尽快用枝条和细绳将植株扶正，且让植

株直立至桨果成熟时采收。

采收重楼种子时，应根据不同植株上浆果的成

熟度进行采摘，采摘时主要看浆果的裂口夹角大小

和种子假种皮的厚度及易脱程度进行判断。采收

后的重楼种子应保存在空气流通的环境中，并喷洒

适量水分，注意霉变和腐烂，水分的多少以保持假

种皮原样为宜。一般应及时播种，如果没能及时播

种，也可在4℃下低温冷藏，并应让种子保持有适宜

的水分。

3.3.8重楼育苗

9—10 月，重楼种子采收后，去掉重楼浆果果

皮，分散带有红色假种皮的种子。以旱地或菜园地

作育苗地，松土后，将地块以120 cm宽的厢面开厢，

每厢之间开约 30 cm宽的小沟，便于后期管理。厢

面整平和土壤整细后，将重楼种子均匀撒于厢面，

一般每平方米匀撒重楼种子约 250 g。重楼种子撒

好后，用细沙土与腐殖土1:1混合后盖重楼种子，盖

土厚度为 2~4 cm，以保持重楼种子的湿度，在盖土

表面覆盖厚度为3~4 cm的稻草，以便保持相对高的

地温，提高出苗速度。次年4—6月（播种6—8个月

后）有部分重楼种子长出主根并出苗，部分重楼种

子只长有主根而未出苗，待第三年 4—6月（播种 18

个月以后）出苗。出苗后种苗生长1 a可进行移栽。

育苗期间，应保持土壤中有适宜生长的水分，出苗

后的种苗要及时用遮阳率 40%~45%的遮阳网遮阳

处理，避免刚长出的重楼苗被太阳直晒至死。

4 病虫害及其防治

重楼栽培过程中，应防治白粉病和炭疽病，每

667 m2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150 g，兑水喷雾，

每隔1周雾喷一次，一般雾喷2~3次即可；防治立枯

病、猝倒病，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1份，均匀混

入半干细土1 000~1 500份后撒入重楼地内；地下害

虫会食重楼的幼芽、幼苗或根茎，造成缺苗等现象，

常见地下害虫有蛴螬(金龟子)、金针虫(叩头虫)、蝼

蛄(啦啦蛄)、地老虎(截虫)，可选用低毒杀虫剂“还是

九净”，根据虫害的严重程度选择适宜的浓度，雾喷

于地表或重楼植株叶片和茎杆上，并观察虫害发生

率，决定后继雾喷次数。

5 采收

当重楼幼苗栽培定植后至生长期达 3～4 a时，

在11—12月，重楼地下块茎累积的粉质含量达到当

年最高时可收获地下块茎。采挖时，用锄头等工具

轻轻从重楼块茎侧面开始，除去土壤，取出重楼地

下块茎，要注意保持块茎完整。取出重楼地下块茎

后，去除块茎上的泥土，并用清水刷洗干净，晒干即

可。如果遇雨天或阴天，可在 40℃以下用烘箱烘

干。另外，重楼块茎直径太大且较长不易干燥时，

可用刀等工具切割成1 cm左右的切片再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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